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5 授法学学位）

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于 1995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2 年开始与华中师

范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2018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本学科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专业能力强，现有教授 16 人、副教授 16 人，

博士 21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人（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生导师

15 人，6人纳入湖北省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育计划；本学科点具有“厚基

础、重应用、强创新”的研究特色，即：基础理论研究深厚，注重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实践应用，强调开拓创新，特别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法治

观、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形成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三个特色鲜明的专业

研究方向。本学科围绕学科方向在学术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绩。近

五年来，学科团队成员承担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5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3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2项，科研经费 400 余万元，获得省部级

以上奖励 9项，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 16 部，公开发表论文 160 余篇，参加国际

国内高端学术会议 50 余人次。

二、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热爱祖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坚

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具备比较扎实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基础和比较高的科研水平，适应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所需

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以及从事各类

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生完成学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从总体上系统地把

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追踪最新理论发展

前沿，特别是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中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开展较深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的最新动态；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较高层次的教学、

科研、宣传和党政工作。

4.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和翻译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5.具有健康的体格，身心健康。



三、二级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本专业研究方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服务于当

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完整地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研究。用科学的态

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三

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法治观研究特色,将这些领域中的重大现实

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进行研究。

研究方向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科学体系研究。

研究方向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发展研究。

研究方向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030503）

本专业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重点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面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地方治理中的现

实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

的依据，另一方面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提供新的理论成果，从

而提高教学的时效性。

研究方向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

研究方向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研究方向三：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地方治理研究。

3.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本专业研究方向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深化民族思想

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突出民族高校和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工

作方法创新研究，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及其现代化发展以

及廉洁教育、爱国教育、民族精神培育、民族伦理道德教育研究，努力探索新形

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手段和机制，服务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的新需要。

研究方向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方向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研究。

研究方向三：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不超过 6年。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表见后）

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研究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至少修

满 41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 26 学分（公共学位课程 8学分，专业基础课程 3门 9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3 门 9 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5 门 10 学分，实践活动 2

学分，学术活动 3学分。补修课程是为同等学历考生和跨专业考生开设，不记学

分，但必须根据导师的要求选修，并记入结业成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专业的专业基

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相同，选修课程应按专业方向选修相应课程学习，跨专业

选修研究生课程的学分一般不超过选修课总的 30% 。

六、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1.课堂教学采取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授课。教师讲授课程的基本知识内

容和理论前沿，提供主要参考文献给学生阅读，并提出讨论主题。研究生认真阅

读文献以后，撰写读书报告和研讨提纲，在课堂上进行交流讨论，教师进行评议。

2.导师主持的课题应尽量让学生参与，从研究实践中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能

力。

3.导师应该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与学生商定个人培养方案，确定选修

课程。必修课和主要选修课要在学生入学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完并获得学分。

4.同等学历和跨专业考入学生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 2 门以上马克思主

义理论相关学科的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补修课程不另行开课，随本科生听课，导

师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七、中期考核

学生入学后第四学期进行中期分流考核。考核按照《湖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

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要求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业务能力、学术水

平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未通过考核者，将按《湖北

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八、学位论文

1.硕士研究生在论文撰写开始前要进行中文及外文文献资料研究、社会实际

问题的调查研究，于第三学期进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

同意、导师组审定后，方可制定论文工作实施计划。

2.论文选题要有学术价值或对社会建设有一定意义，论文应当有创新性。

3.学位论文一般要求 3—5 万字。

4.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前必须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一篇与硕士学



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所发表论文应为第一作者（或独撰；或导师为第一作者，

本人为第二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为湖北民族大学。

九、实践环节

1.社会实践

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和其他实践活动。主要在在导师指导下

于暑期进行，时间不低于 1周。实践活动结束后，至少提交 5千字以上的书面调

查报告 1篇并填写《实践活动报告表》，经考核合格记 2 学分。凡在大专院校从

事一年以上教学工作或有二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硕士研究生可免修。

2.学术活动

主要包括学术会议、专题报告、学术讲座等。参加学术会议并提交学术论文

计 2学分，没有提交学术论文计 1学分；在学术活动上作一次专题报告计 0.5 学

分；参加学术讲座达到 10 次以上计 1学分。共 3学分。

十、推荐阅读书刊

（一）文献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必读

2.列宁选集 1—4 卷（第三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2 年，必读

3.毛泽东选集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必读

4.毛泽东文集 1-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1999 年，必读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必读

6.邓小平文选 1—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1993 年，必读

7.江泽民文选 1-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必读

8.胡锦涛文选 1-3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必读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必读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必读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必读

12.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选读

13.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2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选读

14.闫志民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2 年，选

读

15.石仲泉主编.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选读

16.郑传芳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选读

17.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必读

18.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2013 年，必读

19.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选读

20.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1 年，选读

21.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选读

22.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 年，选读

2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选

读

24.欧阳淞.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选读

25.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选读

26.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选读

27.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 年，选

读

28.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 年，选读

2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

年，选读

30.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研究 2012)，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必读

3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选读

3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选

读

3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选读

34.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选读

35.顾钰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选读

（二）期刊类

1.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选读

2..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选读

3.求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读

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选读



5.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读

6.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馆、中央档案馆，选读

7.复印报刊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书报资料中心，选读

8.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选读

9.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选读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选读

11.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读

12.国外理论动态，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选读

13.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选读

14.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选读

15.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选读

16.学术月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选读

17.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选读

18.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读

19.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选读

20.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选读

21.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读

22.思想教育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选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教学方式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0A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讲授、讨论 笔试

000000A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2 讲授、讨论 笔试

000000A04 英语精读（上） 2 64 1 讲授 笔试

000000A05 英语精读（下） 2 64 2 讲授 笔试

000000A06 英语听力（上） 0.5 32 1 讲授 口试笔试

000000A07 英语听力（下） 0.5 32 2 讲授 口试笔试

专

业

基

础

课

030500B01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3 54 1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030500B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 3 54 1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030500B0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 3 54 1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专

业

030500B0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3 54 2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030500B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本问题研

究

3 54 2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必

修

课

030500B06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专题研究 3 54 2 讲授、讨论 闭卷笔试

非

学

位

课

程

选

修

课

030500C0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

030500C0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

030500C03 科学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

030500C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05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2

030500C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07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08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09 西方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10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11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执政党建设

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12 党建与地方治理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2

030500C13 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2

030500C14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15 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1、2

030500C16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17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18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19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20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专题

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21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22 中学德育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2 36 3 讲授、讨论 课程论文 3

030500C23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 36 3 讲授 考查 1、2、

3

补

修

课

030500D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2 1 自学 考查；只记成绩，不

记学分。030500D0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72 1 自学

030500D03 政治学原理 72 1 自学

实践

环节

学术活动 3 4 考核合格记学分

实践活动 2 4

说明：1.课程编号为 9 位，编号方式为：学科代码（6 位）+课程类别（A/B/C/D）+课程序号（2 位）。

A 为公共学位课；B为专业学位课；C 为专业选修课；D为补修课。

2．教学方式主要为“讲授”、“讨论”、“自学”和“实验”4种方式。

3．考核方式为“笔试”（含闭卷、开卷）、“口试”、“提交报告”（含总结、综述、心得体会等）、“课

程论文”、“考查”（含检查读书笔记、实验或上机等情况）5种方式。

4.备注中“1”“2”“3”分别代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二级

学科及该学科方向研究生可选修课程。


